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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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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泥巴路坑坑洼洼，猪牛满村
跑，挑水要走两里地，现在沥青路通到
家门口，一拧就有自来水，家家都讲卫
生。”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缠溪镇湄
沱村村民汤永琴用质朴的语言道出村
庄的变化。她的感慨，正是该县推进

“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
缩影。

2023年以来，湄沱村与合水镇兴旺
村以“富、学、乐、美”为蓝图，从环境整
治到产业升级，从矛盾调解到文明培
育，绘就了一幅物质与精神共富的乡村
新图景。

环境焕新：泥巴路变“幸福路”，人
居环境蝶变筑牢文明根基

汤永琴记忆中的湄沱村，曾是“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随着和美乡
村建设推进，沥青路通到每户门前，自
来水管取代了挑水扁担，垃圾分类点、
公共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从“随
手丢”变为“主动扫”，村头巷尾的标语
牌上，“爱护环境”成了高频词。

兴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
珍军介绍，村里争取项目资金完善了污

水管网系统，生活污水经集中处理后达
标排放。“环境卫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门面’，也是文明的底色。”如今，臭水
沟变身成干净清澈的流动水，菜园围上
竹篱笆，柴草堆码整齐，曾经“脏乱差”
的角落变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休憩的

“小花园”。
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还创新推出了

“积分超市”，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矛盾
调解可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扫个马
路就能攒分，谁不积极？环境好了，住
着也舒心！”村民田大婶笑道。

产业赋能：“一片叶”与“一朵菌”走
出致富路

“3月种水稻，9月收木耳，土地不
闲，收入翻番。”杨珍军细数村里的“致
富经”。兴旺村通过“黑木耳+水稻”轮
作模式，去年带动2万余人次务工，发放
工资 150余万元。村民吴承霞在木耳
基地务工，每天采木耳、晾晒就能挣将
近100元，“在家门口上班，顾家挣钱两
不误。”

兴旺村于 2021年引进了兴大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发展“稻耳轮

作”200亩，村民实现入股分红和家门口
就业，公司统一技术培训和销售，黑木
耳远销广东、浙江等省市。

四月初的湄沱村，春寒未褪，细雨
初歇。百亩茶园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嫩
绿的茶芽缀满枝头，三五村民穿行其
间，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林间不时
出现的鸟雀，扑棱着翅膀飞向山脚下的
度假山庄。“游客常常来这里采茶、吃农
家菜，周末一天就能接待几十人。”湄坨
金乌岛度假村负责人田陈说。如今，他
改造出来的十几间房已远远不能满足
入住需求，按田陈的规划，民俗小院正
在进行整修加建，添置时下年轻人喜爱
的元素和游玩项目，让游客进得来、留
得下。

湄沱的茶、兴旺的菌，成为了“一村
一品”的金招牌，是印江乡村发展画中
的精彩一页。

治理润心：共治共享织就乡村幸
福网

下午时分，兴旺村“合和议事廊”树
影摇曳、凉风习习，村民们围坐在长廊
内有说有笑。“摆个龙门阵，喝杯热茶，

矛盾就消了。”这种“廊亭议事”模式，增
强了村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让村民
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解决问题，促进
了邻里和谐。村民卢伟感慨：“过去有
事找干部跑断腿，现在长廊里坐坐，心
结自然开。”议事廊还与“积分超市”联
动，主动和解可获双倍积分，实现“小事
不出村，文明积分涨”。

议事廊旁的文化广场自建成后就
成了田如凤和老姐妹们的聚会好去处，

“广场修好了，娱乐项目就多了，咱们的
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田如凤高兴地说。

湄沱村新建的健身广场上，太空漫
步机、扭腰器等设施一应俱全。“自从有
了这个广场，大伙都来这儿锻炼。”正踩
着健身车的村民说。除了健身，还有人
在这里聊天、下棋、跳舞。

贯穿湄沱村与兴旺村沥青路蜿蜒
如带，茶园与木耳基地错落有致，村民
的笑脸随处可见。2023年，印江共投入
资金 6851.7万元，其中，用于产业发展
601.5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 6250.2 万
元。乡亲们从“将就过”到“讲究活”的
转变，议事廊架起“连心桥”，乡村文明
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

印江：村容村貌美 百姓日子甜
李红艳 任光勇

近日，江口县抓住晴好天气，组织
人员开展淫羊藿管护作业，为这一特色
产业的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在民和镇坪槐村的淫羊藿种植基
地，20余名村民在同济堂技术人员杨振
华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除草、施肥。

“除草时，不能损伤植株的根和枝丫。
追肥时，每株用量控制在 50克左右，施
肥位置距离植株五到十公分，也可施于
两株之间，避免肥料直接接触植株。”

“在村里的淫羊藿基地干活，一天
能挣100元。对于我们这些不便外出务
工的人来说，这份工作十分宝贵。”村民

刘廷云说。
“自2023年启动淫羊藿种植项目以

来，村里已种植150亩。从项目初期的
除草清表、翻泥起垄、种苗移栽，到后期
的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累计
用工 3700余人次。带动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大幅增长，获
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坪槐村支书、
主任卫绍林说。

近年来，民和镇明确打造“中药材
之乡·淫羊藿强镇”发展目标，将淫羊藿
产业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力
量。借助当地丰富的林地资源，与世界

500强企业同济堂开展深度合作，全力
打造以淫羊藿为核心的中药材产业集
群。目前，民和镇已建成 940亩淫羊藿
育苗育种基地。形成“林+药”深度融合
的生态种植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为村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
路径。

民和镇构建“龙头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借
助国药集团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优势，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达成订单
生产、保底收购合作模式，签订种植协
议，推动淫羊藿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

发展。截至目前，全镇林下淫羊藿种植
面积已达3200余亩。2024年，淫羊藿产
业带动全镇增收840余万元。

2020年，江口县成功引进国家级龙
头企业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
限公司落户江口。依托该公司在淫羊
藿种植、加工领域的先进技术，加速该
县淫羊藿产业发展。目前，该县已构建
起涵盖良种繁育、标准化育苗、规范化
种植以及初加工生产线的全产业链生
产体系。按照“十四五”规划，江口县计
划将淫羊藿种植面积拓展至3万亩。

江口：走好中药材产业发展之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倩 李猛

本报讯（记者 刘雨） 近日，市公安局万山分局组织
特巡警及各派出所警员深入辖区校园，开展“同守护·共
成长”安全教育活动，通过法治宣讲、应急演练等形式，全
面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仁山、丹都、茶店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围绕校
园欺凌、防溺水、防诈骗、防毒品以及交通安全、网络游戏
沉迷、心理健康等问题，向学生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反诈口诀。”民警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教会他们在遇到侵害时如何报警、如何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在万山区第六幼儿园，特巡警大队还组织开展了校
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演练模拟不法分子闯入校园
的场景，学校安保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与民警协同配
合，成功制服“不法分子”。通过实战演练，师生们熟悉了
应急处置流程，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逃生
能力。

警校联动开展安全教育
万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
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
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在思南县，土家花灯这一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正借助学校的力量，在
新时代焕发生机。从大课间到校本课
程，从社团活动到非遗传承人进校园，
一系列举措让这一古老艺术不仅在民
间口耳相传，也在校园里扎根，实现了
保护与传承的良性循环。

早上 9:40，悠扬的土家花灯音乐响
起。思南县第九中学的操场上，2000余
名学生手持彩扇，随着音乐整齐起舞。

彩扇似蝶，舞步灵动，学生们以朝气蓬
勃的身姿，演绎着土家花灯独特的
韵律。

2019年以来，思南县第九中学将思
南土家花灯引入校园，每天早上，跑操
与土家花灯都在校园里面交替上演。

“土家花灯代表了我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与向往，欢快的音乐与优美的舞
姿深深感染着我，心中的自豪感会油然
而生。”思南县第九中学学生阮赢秀说，

“希望通过我们的学习与传播将优秀的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思南
土家花灯。”

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土家花灯传
承？2020年，思南第九中学还对花灯进
行创新升级。大课间改变了传统花灯
二人转的表演模式，将其发展为集体性

的花灯歌舞。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规
模，不仅增加了表演的气势，也让更多
学生有机会参与其中。此外，从“单扇”
到“双扇”，融入更多创新动作，也让土
家花灯更具观赏性和趣味性。

“我们把思南土家花灯一些有代表
性的动作保留了下来，通过新的表演方
式，让动作更加适合青少年，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校园得到有效传承。”思南
九中团委书记李淳说。

该校邀请了思南土家花灯第四代
传承人许朝正等一批非遗传承人，为学
生讲解花灯的历史文化知识，示范传统
的表演技巧，手把手地传授花灯表演技
艺。在传承人现场指导下，学生们对土
家花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表演技巧也
得到了显著提升。

“大课间活动的开展，是我们教育
探索的创新尝试，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
代体育健身有机结合，让同学们把体育
锻炼浸润在民俗文化的浓郁氛围之
中。”思南县第九中学校长张勇川说，

“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体质，更能
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民族自豪感，让
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让学校成为守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的主阵地。”

2006年，思南花灯被列入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思南被
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思
南土家花灯进校园，让这一古老的艺术
形式得到了传承与创新，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思南：花灯进校园 非遗绽新彩
廖雪芳 陈敏

近年来，碧江区就业局通过“订单式”“定向式”技能
培训，相继开办了网络创业培训（直播）、叉车、家政、养老
护理等培训班，进一步提升群众就业技能。

在叉车实训现场，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操控
叉车进行前进、后退、升降、转弯等训练，现场秩序井然。

“现在国家政策好，多掌握一项技术就多一分优势。
考个叉车证，就业机会也会多一点。”学员严浩说。

叉车培训老师黄利飞介绍：“本期共有41名学员，培
训时间为 30天，采取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实际操控叉车模拟货物装卸，切实掌握叉车的功能与
驾驶技巧。学员完成培训后即可考证就业。”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急
剧增加。碧江区就业局根据市场需求，积极整合各方资
源，精心筹备了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业内
专家、经验丰富的一线护理人员担任授课讲师，为学员们
带来专业且实用的技能培训课程。

“我经过朋友介绍参加这个免费的老年护理培训，学
到了很多实用的养老护理知识，养老护理职业的待遇不
错，希望学成以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学员徐秀
表示。

碧江区就业局始终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技能标准
就跟进到哪里，培训内容就拓展到哪里”的理念，让技能
培训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2024年，碧江区就业局围
绕“铜仁技工、梵净大厨、黔东家政、铜旅工匠”职业技能
培训“四项”工程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全年共培训学员
1765人次。同时对企业职工、五类人员、符合条件的城
乡各类劳动者通过自学或个人缴费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有效激发了劳动者自主提
升技能的积极性。

“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严格把控培训质量，确保
学员真正地学到东西。我们积极地与本地及周边企业对
接，为培训学员搭建就业平台，实现培训与就业有效衔
接。”碧江区就业局培训股负责人潘霞说道。

碧江实用型技能培训
开启就业便捷之门

侯玉林 张欣 崔磊

清明时节，位于松桃苗王城的万亩生态茶园迎来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光。这座集生态示范、观光体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茶旅综合体，正以春之邀约的姿态吸引八方游
客，绘就一幅茶香浸润的苗乡春景图。 龙孟萍 摄

本报讯（记者 龙吟） 近日，市阳光志愿者协会组织
开展了“共建美丽幸福河流”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
推动志愿服务与环保行动相结合。

近 40名青年志愿者沿着碧江区金滩至三江公园河
段展开全面巡查，重点检查河长公示牌、警示标语是否清
晰完整，河道沿线救生防护器材是否在有效期，保障应急
救生设备是否完好可用。此外，志愿者还利用“巡河宝”
小程序监测锦江河流域水质情况，为河流生态状况收集
科学数据。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向社会传递了绿色生态理
念，通过常态化、规范化的志愿服务，让更多人意识到保
护河流生态的重要性，实现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40名青年志愿者
巡护锦江

本报讯（朱德彬 叶海波） 近日，在德江县煎茶园区
年产10万吨铝棒和年产5万吨铝型材新材料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现场，熔铸车间、办公楼、厂房等建筑物拔地而起。

德江县于 2023年从重庆引进了贵州芝源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该项目作为省级重点调度项目之一，用地面
积102亩，总投资达4亿元，拟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再生
铝智能生产线，其中包括库存车间、熔铸车间、表面处理
车间、挤压车间、污水处理系统、原料堆场、循环水池、冷
却设备、除尘设备和综合楼等。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20
亿元以上。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105根厂房梁柱建设，正在
搭建顶棚。2个设备基坑已开挖至6米，综合楼一层正在
浇筑混凝土。循环水池正在进行底板施工，钢筋铺设已
完成。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激活整条铝加工产业链，形成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使铝工业基
地形成闭环的绿色循环铝产业链。

德江县严格落实“5+3”项目服务工作机制，统筹发
改、工业商务、自然资源、生态环保等部门，形成工作合
力，强化专班调度，强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德江一省级重点项目建设忙
总投资4亿元


